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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●前言 

 

   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，稱霸天下，其後過度役使民力大肆修築驪山墓，

導致民怨四起。 

 

    西元前二零九年，秦二世胡亥即位後，抗秦聲浪洶湧襲來。先有陳勝、吳廣發動的大澤

鄉起義反秦行動，不久之後，被人民擁立的楚皇帝−−楚義帝反抗，被迫使用項羽為將軍參加

「鉅鹿之戰」，打敗了秦國主力章邯的軍隊，項羽因此得到其他諸侯軍歸順，自號「諸侯上

將軍」，勢力大增。 

 

    西元前二零七年十月，劉邦接受了秦國子嬰的投降。項羽認為自己是滅秦的主要有功之

臣，但楚義帝並未封賞，項羽因此對楚義帝不滿，不願繼續聽命於懷王，自封為「西楚霸

王」，遂造成日後的楚漢相爭。 

 

    項羽身為楚國貴族後裔，擁有許多諸侯、將領的擁戴，在「楚漢相爭」初期占有極大的

優勢，最後卻後被身為一芥草民的劉邦打敗。 

 

    本篇小論文希望能從人物性格面向來探討項羽與劉邦的相戰過程中，為何擁有龐大勢力

的項羽，在最後慘敗自刎而亡，又為何劉邦在起初期處於如此不利的情境，但在最後卻能大

獲全勝，建立漢朝？這與現代企業主的用人原則又有何關聯？ 

 

一、研究動機： 

 

    在一次跟同學的討論中想到歷史人物的個性，是否會影響歷史事件的發展？會有甚麼結

果？是好是壞？於是，就連想到了楚漢相爭中的項羽和劉邦。 

 

    他們的結果不是一般的人所想，強愈強，弱愈弱，強者統一天下，弱者衰敗而亡，但結

果顯示並不是這樣，在楚漢相爭的歷史事件中，劉邦獲勝，項羽遭敗，但原因是為何呢？這

使我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並決定要以楚漢相爭中的歷史人物作為本篇小論文的研究主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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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研究目的： 

 

1. 了解劉邦及項羽的人物性格。 

2. 身為一介草民的劉邦卻能戰勝擁有絕對優勢的項羽，其中緣由為何？ 

3. 一位領袖知人用人的重要性。 

4. 以古為鏡，反思現在企業主的用人法則。 

 

(三)研究方法：採一般文獻研究法。 

 

貳●正文  

 

一、關於項羽 

 

    項羽名籍，字羽，楚國下相人，為楚國貴族後裔。據《史記》記載項羽力大無窮，且有

重瞳的特殊外貌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中亦記載著項羽「少時，學書不成，去，學劍，又不

成。項梁怒之，籍曰：『 書足以記名姓而已。劍一人敵，不足學，學萬人敵。』」於是項

梁使不教他讀書與劍術，改教他兵法。1 

    歷史上的名將分為兩種：一為謀略派，另一為勇戰派。謀略派的將領在戰爭中的角色類

似軍師，使用陣行與計謀出奇制勝，在戰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，例如戰國初年的孫臏，

三國時代的諸葛亮、周瑜、龐統、司馬懿以及元末明初的劉伯溫、李善長，還有本文主要探

討的對象—劉邦。 

 

    勇戰派的將軍在許多人的眼中大多是一群莽夫，但是一群莽夫在戰爭中也是佔有一席之

地的地位。勇戰派的將領衝鋒陷陣，奮勇殺敵，可以提高士氣，再配合謀略派將領的計策與

陣行設置就具形成打勝仗的最佳籌碼了。勇戰派的代表人物有秦末的樊噲和英布，三國時代

的關羽、張飛、呂布和明代名將常遇春等。 

 

而項羽在中國軍事家中更是勇戰派的代表人物，西元前二零六年大敗秦軍進入咸陽後自

立為楚霸王，統治長江下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引用自《史記•項羽本紀》(司馬遷，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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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剛愎自用的項羽 

       

    項羽為人剛愎自用，有許多人才因為在項羽陣下沒有發揮的空間而轉到劉邦陣營裡，例

如：韓信、英布、陳平……等，項羽多重用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而且心胸狹窄，容不下比他能

力更強的人，連亞父范增最後也無法接受，以致於項羽在垓下之戰落敗，在烏江自刎身亡。 

 

          (一)失敗的例子 

 

    項羽在分封諸侯時，把劉邦分配到巴郡、蜀、漢中三郡做漢王，項羽這個舉動簡直是赤

裸裸的羞辱了劉邦，劉邦曾經是統領十萬大軍的人，卻被分配到這種邊疆地帶，儘管如此項

羽仍然不放過劉邦，項羽把八百里秦川一分為三，封三個秦國降將為王，即雍王章邯、塞王

司馬欣、翟王董翳。項羽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把劉邦困在巴蜀，而這卻是項羽最大的失誤之

一。項羽沒有想到秦王已失盡民心，人民並不會效忠於章邯、司馬欣、董翳三人，於是，劉

邦採取各個擊破的方式，先後擊敗了這三個王，突破了他被項羽困在巴蜀位處邊陲的困境。 

 

(圖 1)2( 圖片來自民初私韻網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圖片來自民初私韻網 http://www.rocidea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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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(二)對待下屬的方式 

 

    項羽和劉邦對待下屬最大的不同是劉邦具備「大愛精神」，會關心大部分的屬下，項羽

的愛則是「小愛」的表現，與身邊的幾位下屬有如兄弟般的情誼，但對待投降的大量秦軍卻

是坑殺，少了那群秦軍，先不論戰力大減，以後更沒人想投靠他了。 

 

東漢末年，有個與項羽個性截然不同的梟雄−−曹操，他來說服三十萬青州兵投降他，為

何那三十萬的青州兵會投靠他呢？曹操靠的就是仁義，這就是項羽所缺少的東西，若有這好

幾十萬秦軍，項羽的戰力就會大增，我認為就算項羽沒足夠的糧食養這些秦軍，也可以用他

們飢餓這點來激勵他們，只要你們破了這個城就有糧食了。 

 

西元前二零二年(漢高祖四年)，項羽和劉邦在垓下(今安徽省境內)發動一場決定誰一統

天下的關鍵戰役，由於項羽的剛愎自用與喪盡民心，導致他在垓下之戰前就趨於劣勢，最後

項羽兵敗，在烏江自刎而亡。如果項羽有仁慈的心，也許就不會在垓下之戰敗給劉邦了。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(三)不重用人才 

 

    韓信為中國歷史上的名將，但他在項羽陣下時只能當個看守帳篷的小兵。於是韓信便轉

而投靠劉邦，當韓信剛投靠劉邦時，沒有被重用，於是韓信又離開劉邦的帳下，當蕭何知道

此事後，在大半夜時騎著馬把韓信抓回，這便是大家耳熟能詳「蕭何月下追韓信」的經典故

事。 

        

    在關聖帝君的百籤詩中也有提到這則故事：「春夏纔過秋又冬，紛紛謀慮攪心胸。貴人

垂手來相援，休把私心情意濃。」當你在廟裡抽到這首籤詩時，代表神明要告訴你：若是你

找到對的主管，你就能扶搖直上。如果在西元前三世紀的人抽到這首籤詩就代表只要你找到

好的主公你必定能飛黃騰達，就如韓信遇到蕭何這位朋友和劉邦這位主公，如果沒有蕭何的

引薦，劉邦就不會知道韓信，如果沒有韓信，劉邦就不能打敗項羽，就不會名留青史，也不

能創立有數百年之久的大漢王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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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(四)起義原因 

 

    秦末陳勝、吳廣發動大澤起義經過會稽時，項羽殺了郡守殷通，西元前二零九年項梁自

立為會稽郡守，拜項羽為埤將發動起義。 

       

    西元前二零七年楚義帝熊心拜大將軍宋義為大將軍，項羽為副將去救援趙王歇。由於宋

義始終不派軍攻打秦軍救趙，於是項羽變了宋義救援趙王歇，這一戰就是項羽在歷史上有名

的戰役「鉅鹿之戰」，這場戰役使項羽一戰成名。  

 

      發生於西元前二零七年爆發鉅鹿之戰，鉅鹿之戰是一場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，區區

三萬人的項羽軍，竟然能夠打贏擁有二十萬大軍的秦國軍隊，而且率領秦國軍隊的還不是一

位實力很差的將軍，而是秦末眾多名將中的其中之一—章邯。 

               

    章邯在西元前二零九年~二零八年在被稱為是秦國的最後希望下，多次打敗陳楚政權的

軍隊，由這點可知章邯絕不是泛泛之輩。又為何章邯會在西元前二零九年的鉅鹿之戰中被項

羽以少勝多呢?這就要說到在項羽和章邯的第一役後，章邯派司馬欣向秦國請求支援，但趙

高不肯，這時章邯心想這一戰我勝也死敗也死，不如投降項羽，於是秦朝最後的希望也就此

破滅。西元前二零六年項羽分封諸侯時被封為雍王，定都廢丘。 

 

    這件事讓我想到台灣的政治問題，國土計畫法在立法院躺了數年之久，遲遲沒有通過又

是為什麼呢? 

 

我認為是因為在台灣一位立法委員的選區都比一位市議員小，以新莊區為例，在新莊你

要選立委只要照顧好新莊一區的選民即可，但市議員卻要照顧林口、新莊、泰山及五股四

區。一位立委的任期只有四年，當有人在立法院要談國土規畫，等同於政治自殺，因為不會

有選民會等你二、三十年，於是許多立法委員對於國土規劃的事都置之不理，立法委員都只

關心裝路燈和通水溝，這種里長就可以解決的芝麻蒜皮的小事。 

 

由此可見，許多關於國家的重大事項，都是因為政治因素而導致政策無法落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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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於劉邦身世 

 

    劉邦，字季沛，豐邑中陽里人，父曰太公，母曰劉媼。《史記•高組本紀第八卷》「記

載其先劉媼嘗息大大澤之波，夢與神遇。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上。已而有娠，

遂產高祖。」 (司馬遷, 西漢)歷代中國漢人帝王的出身大多有神話色彩，有的君王之母看見

紅鳥而懷孕，有的夢見紅日而懷孕，有的則是看見神鳥而懷孕，各種奇特的懷孕方式，只有

劉媼是因為與蛟龍行周公之禮而懷孕，這也讓劉邦的出身有各式各樣的謎團。  

        

以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，根本不會有夢與神遇後就能懷孕的事蹟，我認為古代皇帝及偉

人的出身都有各式各樣的傳奇色彩，是為了利用傳奇來使民眾相信，他能當皇帝是天命所

歸。 

 

四、謙卑而善用人材的劉邦 

 

     劉邦有善用人才的特質。他的開國功臣，有戰國時代的貴族後裔，有秦朝的官吏，有

販夫走卒，有殺豬屠狗之輩，還有盜賊，但是劉邦都可以予以重用。劉邦的部下，雖然組成

分子很複雜，但許多人卻是頗有才能，如韓信，原本是項羽的部下，項羽不能重用他，韓信

就投靠到劉邦麾下來，後來成為劉邦開國的三大功臣之一。 

     

    劉邦一開始只是一芥草民，而且還在不得以的情況下發動起義，卻有許多人才投靠他，

為什麼呢？想必他一定有足以吸引人才的領袖魅力，吸引人才是一回事留住人才才是重點，

項羽也吸引了許多人才，但以項羽的眼光未必足以分辨人才。 

 

    項羽會輸給劉邦的最大原因不是沒有兵沒有土地，當年劉邦建都漢中，漢中是位於天府

之國−−四川的天險中，對外交通十分不便，而項羽定都彭城，一個位於四通八達的黃金位

置，項羽在這一點是擁有絕大的優勢的。 

     

    劉邦足以擁有陣容堅強的團隊，主要是因為他有精準的識人眼光，可以聽從屬下的建議

來提拔人才，例如韓信一開始默默無聞，是蕭何推薦後，劉邦才重用韓信，韓信可說是為劉

邦打到半片江山的人物，可以說是沒有韓信就沒有漢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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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(一)重賞下必有勇夫 

 

    當韓信平定山東時，就派使者去通知劉邦。當時劉邦本部正跟項羽軍在河南滎陽對峙，

情勢緊張、勝負難分，韓信的使者到劉邦軍營裡來，此時軍帳中的劉邦旁邊坐了軍師張良。

韓信的使者進帳便跟劉邦報告說：韓信已經把山東地方征服了，請求劉邦封韓信做「假」齊

王。劉邦就很慷慨的封個「真」齊王給他。 

 

    劉邦如此的重賞這兩位人才，就如同現今有些企業會為員工加薪，使員工對這家公司有

努力奮鬥的動力及效忠的決心。使吾人可以省思的是，歷史不只是歷史，還是一面讓人反思

的鏡子，在做事前想想古人的例子，有助於讓自己有更理性的判斷。 

 

    劉邦對韓信的重賞也讓人聯想到，中國清華紫光集團在西元二零一五年十月一以重金挖

走有「台灣 DRAM 教父」之稱的高啟全先生。中國大手筆的挖走高啟全勢必對台灣的

DRAM 產業造成重大的影響。為何他會冒著被台灣人冠上叛國賊之名而去投靠中國呢？應該

是因為他在台灣 DRAM 產業最風光的時候他始終都是副手，當他終於有機會當上南亞科和

華亞科的總經理時卻碰上台灣 DRAM 產業被稱為「慘業」的時期。他應該是覺得他和韓信

一樣在項羽陣下沒有可以發展的舞台，所以寧可冒著被戴上叛國賊的臭名，也要投靠中國清

華紫光集團。3 

 

           (二)不計前嫌的劉邦 

 

    英布原是使項羽在鉅鹿之戰以及許多大小戰役獲勝的一大功臣，項羽封他為九江王。西

元前二零五年，田榮背叛楚國，項羽前往攻打齊國，向英布徵調軍隊，英布託辭病重不能前

往，只派將領帶著幾千人去支援項羽。劉邦在彭城打敗楚軍，英布又託辭病重不去輔佐楚

國。項羽因此與英布結下心結，不久後英布投靠劉邦，劉邦還不計前嫌的封英布為淮南王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參考自天下雜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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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雍齒曾在劉邦起義之初被判劉邦，率軍佔領豐城，不久後原魏國貴族寧陵君−−姬咎稱

王，派人對雍齒說:「要是你歸順的話給你封侯，豐城仍歸你管，若不歸順的話，就派人屠

城。」聽完後雍齒想都不想就投降了。之後雍齒有歸順劉邦，在劉邦稱帝後還封什方侯。 

    

    由上述的兩個例子中可看出劉邦寬厚的胸襟，可以重用原本是敵人和曾經背叛他的人。

劉邦稱帝時他問張良：「該先封誰為好。」張良答：「陛下最恨誰就先賞誰，這樣眾臣就不

會擔心自己沒封賞了。」這就是他能打敗西楚霸王的原因。 

 

    一個人面對背叛過自己的人，選擇原諒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更何況是封侯。劉邦

除了選擇原諒雍齒之外，還給予自己曾經最大的敵人的左右手封王，想必他一定有寬厚的胸

襟。在現代許多人心胸狹窄，因為一件誤會而記恨很久，試想，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像劉邦有

寬厚的胸襟，會不會使社會上有更多的溫暖，而不再是個冷漠的城市。 

 

           (三)劉邦起義原因 

 

    西元前二零九年，陳勝､吳廣在大澤起兵建立陳楚政權，劉邦率百餘人的軍隊到沛縣城

下，寫了一封信往城門射去，信中勸老百性殺了縣令，選一個能帶頭反秦的諸侯否則會被陳

楚軍屠城。老百姓殺了縣令後迎劉邦進城，並推舉劉邦為領袖。劉邦這時不反秦也不行了，

之前劉邦私放刑徒逃亡，在山裡當山賊，自稱是赤帝之子。又慫恿老百姓殺了縣令，各個都

是死罪，不反秦就是死路一條，於是劉邦就起兵反秦。 

 

           (四)約法三章 

 

    從約法三章這個家戶知曉的故事讓我思考，劉邦起義的原因不就是嚴刑峻法讓他不得不

起義嗎?如果秦朝沒有實施嚴刑峻法，劉邦這個人會名留青史嗎?商鞅當年實施嚴刑峻法與種

種制度是讓秦國富強的，但也造就了劉邦這位反秦的人物。現在想想當初商鞅變法真的是對

的嗎？至今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。 

         

    劉邦能夠站在百姓的角度看秦國的法律，是因為他以前也是平民，平民出身的皇帝有優

點也有缺點。優點是他能站在百姓的角度去看事情，可以體會百姓的辛苦，不會發生何不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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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糜，這類荒唐的事。缺點則是無法說服民眾跟隨你，而且有沒有一位父親皇帝教你如何治

國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。如此，就會造成每每改朝換代之後，就會有一段政治動盪期。 

 

參●結論 

 

    劉邦能從一位市井小民，打倒一位貴族出身的西楚霸王−−項羽是因為他具有許多領袖的

人格特質，能重賞屬下讓他能有為他賣命的態度，這就像是現代的圓神出版事業機構董事長

−−簡志忠讓員工周休三日，簡志忠先生認為讓員工多休息反而可以讓他們更有效率的工做，

在一次的訪談中他提到:「我可以知道，很多同事跟我反映，我可以了解他們想要回報公司

的心很強烈，甚至如果業績不到預期，他們很緊張。」4，由這句話可以看出員工對公司是

有多效忠。 

 

    劉邦能有容下比他強的人的氣度，蕭何、韓信分別在治理及帶兵方面都比劉邦優秀許

多，劉邦正確的用人態度與慷慨的賞賜，這是他能打敗項羽的原因，也是現代許多成功領袖

的特質。 西楚霸王−−項羽，要說在他的陣營裡沒有人才也不對，范增、韓信、陳平、英布

等原都是項羽陣下的人，而項羽卻沒有精準的用人眼光來提拔他們，卻重用家人，上述這些

就是項羽為何會輸給一位市井小民−−劉邦的主因 。 

  

    從楚漢爭霸的例子可以看出許多領袖的重要特質，領袖並非是要一位十全十美的人，而

是需要一位能提拔有能力的人，並能容人，不去嫉妒屬下的才能，慷慨的賞賜也是很重要

的。現今許多的大型企業家與領導人皆是如此，歷史就像是一面鏡子，可以讓我們以古為

鏡，檢視自己的時代處境。 

 

※項羽與劉邦特色對照表： 

 項羽 劉邦 

個性 衝動易怒且剛愎自用無法虛心納諫 冷靜、理智且聽從屬下的諫言 

用人 多用有血緣關係的親屬、識人的眼

光不精確 

廣納人才且用人眼光精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引用自 TVBS 於 2013/09/15 報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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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賞 小氣，少封賞 較項羽大方許多，例如韓信要求做個假齊王劉

邦就封個真齊王給他 

身世 楚國貴族後裔 一芥草民 

人才 在楚漢相爭之初比劉邦多出許多，

但自己不重用人才導致人才外流到

劉邦陣營。 

從項羽的陣營裡面得到許多人才，由這點可見

劉邦管理人才的這方面比項羽優秀許多。 

國都 彭城 漢中 

本表來自作者參考《史記•高祖本紀》、《史記項羽本紀》和《一口氣讀完大漢史》後自行

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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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三國志》(陳壽，西晉)  

 

四、《明朝那些事兒》(當年明月，現代人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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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(圖一) 圖片引自民初私韻網 http://www.rocidea.com 

 

  


